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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 （记者李红梅） 8 月 3
日，中国气象局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
书 （2022） 》。蓝皮书显示，1961 年至
2021 年，中国平均年降水量呈增加趋势。
1951 年至 2021 年，中国地表年平均气温
呈显著上升趋势。

1961-2021 年，中国平均年降水量平
均每 10年增加 5.5毫米。2012年以来年降
水量持续偏多。2021年，全国平均降水量
较常年值偏多6.7%，其中华北地区平均降
水量为 1961 年以来最多，而华南地区平
均降水量为近10年最少。

全球变暖趋势仍在持续。1951-2021

年，中国地表年平均气温的升温速率为
0.26℃/10 年。2021 年，全国地表年平均
最高气温较常年值偏高1.01℃，与2007年
并列为1951年以来最高。

此外，蓝皮书指出，中国地表水资源
量年际变化明显，近 20 年青海湖水位持
续回升。2021年，全国地表水资源量接近

常年值略偏多，辽河、海河、黄河和淮河
流域明显偏多。其中海河流域地表水资源
量为 1961 年以来最多，珠江和西南诸河
流域较常年值偏少。青海湖水位曾在
1961-2004 年一直呈明显下降趋势，2005
年以来，实现连续 17 年回升，2021 年青
海湖水位达到 3196.51 米，已超过 20 世纪

60年代初期的水位。
中国整体的植被覆盖稳定增加，呈现

变绿趋势。蓝皮书指出，2000-2021 年，
中国年平均归一化植被指数呈显著上升趋
势。2021年，该指数较2001-2020年平均
值上升 7.9%，较 2016-2020年平均值上升
2.5%，为 2000 年以来的最高值。这意味
着全国植被覆盖面积不断增加，国土越
来越绿。

中国沿海的红树林面积也在逐步恢
复。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全国红树林
面积总体呈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2020年
红树林总面积基本恢复至1980年水平。

30年增长近6倍

2020年底，29岁的陈维在上海买了一套90多平方米
的房子，作为小两口的婚房使用。30多年前，陈维的父
母刚结婚时，和陈维的祖父母挤在一室一厅的房子里。
1995 年，陈维的父亲购入一套 60 多平方米的单位福利
房，陈维和父母终于有了独立的住房。

陈维一家三代住房环境的变化折射出中国人居住条
件的改变。199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7.1平方
米，而2020年已达到41.76平方米。全国家庭户人均居住
面积30年间增长近6倍。

这些改变是如何发生的？
据介绍，人均住房面积显著提升，可以追溯到上世

纪90年代末的住房体制改革。1998年，国务院印发 《关
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加快住房建设的通
知》，提出“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并要求建立和完
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中国的住房体
制改革极大调动了楼市供需双方的积极性。”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研究院研究员赵秀池告诉记
者。同时，个人、单位和城市三级住房基金以及住房公
积金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工资结构中引入住房补贴等改
革措施，也为住房商品化奠定了基础。

伴随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住房的需求持
续攀升。陈维告诉记者：“我祖辈那一代的主要诉求是
一家人有地方住。父辈买房时，会考虑在能力范围内买
面积更大的房子，提升住房舒适度。到了我自己买房的
时候，还会考虑小区环境、物业管理、区位等多方面
因素。”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商品房
销售面积超过17亿平方米，比上年增长2.6%。“人均住房
面积越大，居民住房越宽敞，意味着人们的住房水平越
高。”赵秀池说。根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中国建
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发布的《城镇家庭居民“住有所居”
量化指标研究报告》，中国城镇家庭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分
为底线标准（13平方米）、提升标准（20～30平方米）、舒适
标准（30～40 平方米）。从 7.1 平方米到 41.76 平方米，人们
的居住环境越来越舒适，稳步迈向“安居”。

从家乡流向大城市

在北京工作的第6年，四川姑娘王瑾终于拥有了自己
的“小窝”。这是一套40多平方米、一室一厅的房子，“房
屋面积虽然只有我老家房子的 1/3，但目前我一人独居，
大小刚好。”王瑾说。

在中国，有不少人和王瑾一样在老家有住所，实际
工作、生活在外地。而城乡之间、一线城市和其他城市
之间，人均住房面积存在较大差距。

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城市、乡村家庭户人均住房
建筑面积分别为36.52平方米、46.8平方米。同时，不同
城市之间的住房状况也有较大差别。

西藏、河南、湖南、湖北、云南、青海和江苏的城
市家庭人均住房面积较大，均超过 40平方米。其中，西
藏的城市人均住房面积最大，为51.33平方米。

城市人均住房面积较小的有广东、上海、海南、北
京。其中广东城市家庭户人均住房面积为 29.59 平方米，
是全国唯一一个城市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低于 30平方米的
省份。

“各地住房面积的差别与人口流动趋势有关。就人均
住房面积而言，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存在相反的
影响。”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毅告诉记者。
对流出地来说，家庭住房的“分子效应”被扩大，原有家

庭住房被更少的人口使用，因此人均住房面积更大。最
具代表性的是东北三省、贵州、青海、内蒙古和山西，
过去 10 年间，这些地方的人均住房面积增长在 36%以
上，远超全国25%的平均增速。就流入地来看，人口大量
涌入，人均住房面积因此较小。广东、浙江、上海、北
京等地较具代表性，过去 10年人均住房面积增长基本在
21%以下。

家庭人口规模的差异也造成各地户均住房面积的差
别。据统计，黑龙江、辽宁、吉林的平均家庭户规模为
2.13人、2.19人、2.25人，广东、上海、北京的平均家庭
户规模为2.38人、2.38人、2.3人，均低于全国2.49人/户
的平均水平。而这 6 个省份的户均住房面积均不足 80 平
方米，在全国排名靠后。

“部分经济较发达城市的房价更高，导致住房成本
较高，户均居住面积较小。”史毅说，而社会文化观念的
变迁使家庭趋于小型化，“代际之间生活观念的冲突让
更多人选择不与父母同住，降低了‘多代户家庭’的占
比。同时，受不婚、晚婚、丁克等婚姻观念和离婚率等
因素影响，单人户、两人户占比更多，间接扩大了人均
住房面积。”

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人均住房面积的增加反映了人们居住环境的改变，
但也有人提出疑问：按照一家三口人计算，人均住房面
积超 41 平方米意味着一家人住在 120 多平方米的房子
里。部分网友称自家并未达到这一水平，“我们是不是

‘被平均了’？”那么，如何看待人均居住面积？
业内人士分析，统计数据涵盖城镇居民，也有农村

居民；有一二线城市居民，也有三四线城市居民。城乡

住房差异、城市规模差异、居民的居住面积内部差异越
大，按照平均数统计给人的感觉差异也就会越大。但总
体上看，人均住房面积变化能较好地体现房地产行业的
发展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人们总体居住条件的
提升。观察民生改善情况还可以参考各地住房面积的中
位数，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当地“中间部分”居民所处的居
住环境。

“人均住房面积是平均数，但不代表每个人都能拥有
这样的住房水平。判断人们住得好不好，除了看居住面
积，也要关注居住的配套设施、绿化率等。”赵秀池说，

“另外，在整体住房质量不断提升的同时，还要关注低收
入群体的住房保障。在部分人口密集且住房成本较高的
城市，新市民、青年人的租房需求较突出，加快保障性
租赁住房十分必要。”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统计，2021 年，在人口流入较
多的 40 个重点城市，已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94.2 万套，
约可解决近300万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困难。此外，各
类棚户区改造开工 165 万套；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5.56万个，惠及居民965万户。

“今年将继续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保障住房的
刚需，同时满足合理的改善性需求，促进房地产业良性
循环和健康发展，努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另
外，我们将推进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增加保障
性租赁住房供给，希望全年能够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
房 240 万套 （间），新筹集公租房 10 万套，棚户区改造
120万套。”住建部有关负责人说。

专家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业经过多年发展，有力保
障了“安居梦”。接下来应继续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
策做好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住房供应规划，从源
头处理好人、地、房的关系，做到低端有保障、中端有
支持、高端有市场，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居住需求。

黑土耕地被称为耕
地中的“大熊猫”，在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中地位重
要。8月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黑土地保护法》（以下
简称黑土地保护法）正式
施行，这是世界上唯一一
部国家层面立法保护黑
土地的法律。

自然资源部日前印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黑土
耕地保护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要求内蒙
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
四省（区）围绕开展黑土
耕地调查、强化国土空间
规划对黑土耕地的特殊
管控、从严控制建设项目
占用等方面，切实加强黑
土耕地保护，严格耕地用
途管制。

摸清黑土耕地家底

据了解，经过多年
的开发利用，黑土耕地
出现了变薄、变瘦、变
硬现象，给农业可持续
发展带来挑战，必须采
取有效措施保护好黑土
耕地，为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农
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
保护中心主任谢建华认
为，黑土地保护法把黑
土 地 保 护 、 利 用 、 治
理、修复等活动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对黑土地资
源实行全面保护、综合治理、系统修复的原则，为保
护好、利用好黑土地这一宝贵的土地资源提供了法治
保障。

准确掌握黑土耕地家底，是做好黑土耕地保护的基
础。《通知》要求，四省（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会同有
关部门，组织开展黑土耕地调查。利用年度国土变更调
查现状耕地数据与全国土壤普查七类黑土地土壤类型
数据逐图斑套核，进一步明确黑土区内黑土耕地类型、
分布、数量、质量、保护和利用状况等，建立黑土耕地档
案，作为严格管护的基础。

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各地正在开展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和“三区三线”划定工作，划定耕地和
永久基本农田红线，明确耕地保护任务。“《通知》 要
求，四省 （区）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和‘三区三线’划定工作中，应当将黑土耕地
全部纳入耕地保护红线任务。”该负责人说，“黑土层深
厚、土壤性状良好的黑土耕地应当优先划为永久基本
农田，逐地块上图入库，严格实行特殊保护。”

同时，为减少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对黑土耕地的
占用，《通知》要求综合考虑黑土区耕地保护需要、未
来人口变化趋势等因素，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
础，分类划定城镇开发边界，从严约束城乡建设无序
蔓延对黑土耕地侵蚀。

严格落实占补平衡

从严控制建设项目占用黑土耕地是关键一环。《通
知》要求，建设项目不得占用黑土耕地，确实难以避让
的，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必须对占用的必要性和合理
性等情况进行严格论证，纳入耕地踏勘论证报告。

为确保补充耕地与建设占用黑土耕地数量和质量
相当，今后确需占用黑土耕地的，实行“占黑土补黑
土”，原则上在本县域落实补充耕地，县域内确实无法
补充的，在省域内其他黑土区落实。

“耕作层是耕地的精华，是粮食生产之本。”自然资
源部有关负责人说，“黑土耕地耕作层有机质含量高、
土壤肥沃、土质疏松，尤为珍贵，建设占用后如不抢
救，就将永久损失，对粮食生产能力影响巨大。”《通
知》要求四省 （区） 加快制定、完善建设占用黑土耕地
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管理办法。同时，为合理有效利
用剥离的黑土耕地耕作层，在黑土区实施补充耕地项
目，应充分利用建设占用剥离的黑土耕地耕作层土壤，
原则上补充耕地土壤类型应为七类黑土地土壤。

《通知》 要求，针对违法违规占用黑土耕地问题，
今后要加强黑土耕地保护监督执法。四省 （区） 要切
实加强黑土耕地用途管制监督，对于违法违规将黑土
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和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的，一经发
现及时纠正整改；对于非农建设违法违规占用黑土耕
地和盗挖、滥挖黑土耕地的，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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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局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 （2022）》

全国平均降水量呈增加趋势

近期发布的《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披露全国家庭居住状况——

41.76平方米，我们的“家”更舒适了
本报记者 廖睿灵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
人口普查年鉴—2020》，进一步披
露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详细
数据，其中居住状况的数据引起
广泛关注。

数据显示，到2020年，中国家
庭户人均居住面积达 41.76 平方
米，平均每户住房间数为3.2间，
平均每户居住面积达到 111.18
平方米。这一数据涵盖城乡，其
中城市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为36.52
平方米。

▲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五大连池农场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在黑土地里进行大豆中耕除草作业。

陆文祥摄 （新华社发）

▲在江西省赣州市赣州蓉江新区，新建成的人才公寓小区楼房鳞次栉比，为人们安居乐业提供良好保障。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上海市静安区彭浦
新村彭三小区五期旧房成
套 改 造 近 期 完 成 。 据 介
绍，彭浦新村街道已完成
彭五、彭七及彭三小区一
到五期的旧房改造工程，
使 2797 户居民受益。图为
居民骑电动车经过彭三小
区五期新建成的居民楼。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